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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首届中国（（20232023··内蒙古内蒙古））牛交易大会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召开牛交易大会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召开
□文/图 本报记者 封斌

8月 23日，首届中国（2023·内
蒙古）牛交易大会在“全国肉牛全
产业链典型县”——科右中旗举
行。本届大会以“做大做强牛产
业 培育壮大牛经济 打造全国牛
交易示范基地”为主题，共设置了
专家论坛、牛交易大集、牛产品体
验三大活动板块，来自全国各地
畜牧业、草业、牛产业等方面的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技术、产
品、人才和信息等开展研讨交流与

协作。
开幕式现场启动了“中国牛交

易平台”上线暨“中国肉牛产业·科
右中旗指数”编制工作；中国畜牧
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内蒙古畜
牧业协会、科右中旗四方签订了
《肉牛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中
国畜牧业协会、辽宁泓裕牧业有限
公司签订了《牛人牛市交易创新行
动计划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
家企业与兴安盟 5 个旗县市签订
了牛产业合作协议，涉及金额 30
亿元。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种牛评比
颁奖拍卖仪式”，展示推介了全国
各地种牛和牛系列产品。在枫林
品鉴会上，还展示、品鉴了以牛肉
食材为主的全牛宴、王府家宴等特
色菜肴及奶制品。

据悉，本届大会由中国畜牧业
协会、中国肉类协会、内蒙古畜牧
业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畜牧业协会
牛业分会、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
会、兴安盟畜牧业协会、科右中旗
畜牧业协会等 18 家单位联合承
办。

空中草原迎来牧草收割季空中草原迎来牧草收割季
近日，被誉为“空中草原”

的新疆新源县那拉提草原进
入牧草秋收季，机械设备在草
场上穿梭作业，一派忙碌景
象。新源县今年预计收割牧
草 6万余吨，可满足 8万多头
（只）牲畜越冬。左图为 8月
21日，牧民在装运牧草。右图
为8月21日，准备运走的一捆
捆牧草摆放在草场上。

（据《新疆日报》）

草原铁路开辟草原铁路开辟““绿色通道绿色通道””让外运乳饮料新鲜不打折让外运乳饮料新鲜不打折
□云艳芳

有着“中国乳都”美誉的呼和
浩特市拥有多家知名乳品企业，每
天有大量牛奶、乳制品运往全国各
地。

针对乳品对运输时效要求高
等特点，中铁呼和浩特局开辟牛奶
乳饮料绿色运输通道，采取优先计
划、优先接车、优先挂运、优先取
送、优先放行措施，加速车辆周转，
提升运输效率，做到运输组织高效

畅通，全力满足乳品企业产品运输
需求。

中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货运
中心与乳品企业深度合作，加强沟
通联系，及时了解企业产品产销运
情况，制订铁路运输方案，把高品质
的牛奶、乳饮料运往各地。今年前7
个月，呼和浩特货运中心日均发运
牛奶、乳饮料 60车，累计发运 38.39
万吨。

据呼和浩特货运中心沙良物
流园主任马俊伶介绍，货运中心

优化各运输环节衔接，提前联系
箱源货源，做到精确组织、精细装
卸，真正使乳品企业安心、省心、
放心地把货物交给铁路运输。不
仅如此，草原铁路紧贴乳品企业
产品运输需求，提供集装箱、棚
车、隔热保温车、机械保温车等多
种箱型、车型，方便乳品企业根据
货物性质、运输距离等情况，选择
合适的铁路运输方式，最大程度
保障乳品鲜度，让牛奶、乳饮料及
时到达百姓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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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政企合力突破奶产业发展困境银川市政企合力突破奶产业发展困境
□张敏

“今年以来，饲草料价格明显
上涨，养殖成本增加，但消费端比
较低迷，导致奶产业行情不太乐
观。”宁夏骏华月牙湖农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利宁介
绍，去年给乳企供应的原奶价格
是 4.3 元/公斤，今年是 3.8 元/公
斤。面对现行奶产业市场的低
迷，一些企业在积极实施自救的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正积极出
台相应措施，助推奶产业发展。
宁夏北方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唐立和告诉记者，政府部门在
企业扩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技
改、奶产品加工、青贮“粮改饲”、
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了充分支持，
同时助力企业申报相关项目，每年
至少提供财政补贴 300余万元、贷
款贴息 100余万元。

近年来，银川市依托资源禀赋
和产业优势，相继出台了支持奶源
基地建设、良种繁育、粪污资源化
利用、贷款贴息等多项具体政策，
使奶牛存栏量、生鲜乳产量呈快速
增长态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末，银川市奶牛存栏量 28.9 万

头，同比增长 18.7%；牛奶产量 32.9
万吨，同比增长 23.7%。随着奶产
业的快速发展，受市场供大于求、
饲料价格上涨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今年银川市的奶产业整体市场情
况比较低迷。

唐立和告诉记者，北方乳业现
有贺兰、永宁两个牧场，自有奶牛
存栏量 4000 多头，平均每个牧场
日产牛奶 30 吨。随着种植、养殖
成本的增加，污水、牛粪处理设施
的投入，再加上日常用水、用电的
消耗，企业运营成本持续走高。为
抢占市场份额，北方乳业在产品研

发上下功夫。今年计划在现有 13
条生产线上再增加 2条生产线，并
尝试与其他品牌合作，通过代加工
的方式，生产更多系列的产品，销
往沿海地区。

中型企业尚能生存，一些小
微企业情况不容乐观。宁夏合牧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涛表
示，今年饲草料价格偏高，虽然与
蒙牛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但明
年 3 月底就到期，续不续签还是
个问题。像一些更小的企业或者
散户，没有固定的收购商，生存岌
岌可危。

记 者 还 了 解 到 ，今 年 6 月 ，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会同银川市
财政局，共同印发《银川市关于
实施阶段性财政补助稳定牛奶
产 业 发 展 的 方 案》。 根 据 方 案
安 排 ，自 治 区 财 政 下 达 至 银 川
市 补 助 资 金 1784 万 元 ，银 川 市
三区两县一市筹措资金 1060 万
元 ，合 计 筹 措 2844 万 元 补 助 资
金 ，用 于 对 银 川 市 域 内 乳 制 品
加 工 企 业 增 量 、银 川 市 域 内 新
投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进行补
贴 ，符 合 申 报 条 件 的 企 业 主 体
可自主申报。 8月份第3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76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8月份第3周（采集日为8月16日）生猪
产品、鸡蛋、鸡肉、商品代蛋雏鸡、牛羊肉、饲
料产品价格上涨，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下跌，
生鲜乳价格持平。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76元/公斤，与前一周
持平，同比下跌8.7%。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3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7%，同比上涨 1.7%。
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2.77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 0.7%；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全国豆
粕平均价格 4.7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0%，同比上涨6.3%。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3.9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
上涨1.0%。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4.01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3.4%。
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70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0.5%，同比上涨3.1%。

（农业农村部）

青海贵南县茫拉乡:青贮饲料

玉米长势喜人

近日，记者走进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南县茫拉乡，一株株青贮饲料玉米整齐排列
在道路两旁，茁壮成长。记者了解到，青贮
玉米饲料与普通干草料相比，具有柔软多
汁，气味芳香，含糖量高，适口性好等优势，
尤其在枯草季节，能够增加牲畜采食量，保
证肉牛、羊增重和奶牛产奶量，是有效缩短
出栏周期、提高养殖经济效益的优质饲料。
近年来，茫拉乡通过粮改饲，以农促牧，草畜
联动，科学种养，既能够提高产值，增加收
入，又利于保护生态。 （栾雨嘉）

2025年山西省肉蛋奶总产量

要达到470万吨以上

8月 23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
西加快转型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推
动农业“特”“优”发展专场发布会。省委农
办专职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新
闻发言人张软斌介绍，按照全省畜牧业“十
四五”发展规划，到2025年，全省肉蛋奶总产
量要达到 470万吨以上，年均增长 8%以上，
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绿色化发展水平
显著提升，畜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肉蛋奶等产品与城乡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是保供稳价的主要内容。山西省将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努力构建现代畜牧业

“四大体系”。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聚焦
猪鸡产业提档升级、牛羊产业提质增效、饲
草产业优化布局，加快推进猪鸡产业智能化
水平，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积极推
广饲草产业“南北互补、粮草兼顾、农牧循
环”模式，大力推进规模化养殖，力争“十四
五”末全省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达到78%以
上。

构建现代畜牧生产体系。建设以产业
为主线、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畜牧业标准
体系，持续推进国家畜禽养殖场、屠宰场、无
害化处理场标准化创建活动，提升畜牧业全
程机械化能力，提高产学研协同水平。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力争“十四五”末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以上。

构建现代畜牧运营体系。构建以企业
为“链主”、各类畜牧主体为支撑的畜牧联合
体，推动龙头企业扩规模、壮实力、提质量，
开展示范家庭牧场创建，带动合作社、养殖
场参与现代畜牧业发展，力争“十四五”末畜
牧联合体达到100个。

构建现代畜牧管理体系。强化数字化
管理，建立集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禽产品
加工监控、畜牧统计检测为一体的行业管理
平台，加快发展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加强
信息发布和形势预警，建立畜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确保全省畜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9.5%以上。 （李静）

（上接01版）

未来价格或将持续上涨
一直以来，时而强势时而疲软

的豆粕市场备受关注。回顾 2022
年，全国豆粕价格高位运行，一年
内两次创下最高历史价格，最高点
为 11月 20日的 5702元/吨，最低点
为 1月 4日的 3581元/吨，全年涨幅
32.59%。

今年以来，1—6月份的豆粕价
格几乎在持续下跌中，据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显示，全国豆粕平均价
格从 2023年 1月第一周的 5.04元/
公斤一路下跌至 6月第三周的 4.27
元/公斤。到 6月第四周开始，全国
豆粕平均价格开始持续上涨，截至
8月第二周，全国豆粕平均价格为
4.61元/公斤。

到 8月 19日，全国各地现货价
格普遍达到 5000元/吨关口。根据
最新统计显示，东莞等沿海地区贸
易商 43%豆粕报价上调 80—100
元/吨，现货一口价报 4880—4920
元/吨；在秦皇岛地区，豆粕现货报
价为4920元/吨。

与此同时，国内大豆进口数量
也在持续减少。最新公布数据显
示，7月大豆进口量为 973.1万吨，

较 6 月减少 53.9 万吨，环比下降
5.24%；由于海关检疫收紧影响，大
豆油厂进口大豆入库量下降，8—
10月大豆到港量预计分别在 940万
吨、600万吨以及 450万吨，国内供
应正由宽松向预期偏紧转换。

中国粮油商务网监测数据显
示，截止到 6月下旬，国内进口大豆
库存总量为 545万吨，国内豆粕库
存量为 61万吨，中国豆粕库存处于
非常低位水平，上半年市场看空心
态浓厚，下游饲料企业保持较低的
豆粕库存，但一旦油厂提货紧张，
饲料企业被动备货，供需双向挤压
造成豆粕现货紧张，价格就快速回
升。

对于此轮豆粕价格的持续上
涨，上海钢联农产品豆粕分析师李
心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豆粕价
格持续上涨受到国际与国内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国外方面，6月底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种植面积意向
报告中，超预期下调新作种植面
积，加之 7—8月是美豆的关键生长
期，而美国中西部作物带仍然频繁
受 高 温 和 干 旱 天 气 影 响 ，外 盘
CBOT大豆的上涨带动豆粕现货价
格上升；国内方面，部分油厂受到
海关检疫政策影响，出现断豆停机

现象，油厂豆粕库存低于往年同
期，且当前油厂榨利持续恶化，但
普遍看好后市，挺价心态较强。”

豆粕行情屡创新高，是否会重
演去年行情？

方正中期期货公司饲料养殖
分析师王亮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目前国内豆粕库存处于历史
同期低位，不排除后期上游挺价重
演去年行情的可能性。”

从源头开始 应对“粕”压
对于奶牛养殖产业而言，饲料

配比严重依赖“玉米—豆粕”饲粮
模式，而豆粕作为蛋白类饲料是奶
牛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
当前养殖环境艰难的情况之下，豆
粕价格的上涨无疑再次增加了养
殖成本，使养牛人的日子变得更加
举步维艰。

而如何通过技术和管理等多
种方式缓解饲料成本压力，同时又
满足奶牛的高产需求，也成为当前
每个养牛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
业经济室主任、国家奶牛产业技术
体系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接受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想减少豆粕用
量并降低成本，关键在于如何掌握

饲料科学配比，以起到与使用豆粕
同样的效果。

在国家奶牛产业体系首席科
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看
来，低蛋白日粮配方是牧场降低饲
料成本的有效技术措施。李胜利
表示，从美国高产奶牛的实践做法
的数据表来看，低蛋白日粮可以在
国内商业牛群中使用，维持高产奶
量。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国内畜牧
业的快速发展，蛋白饲料的短缺已
经成为影响国内畜牧业发展的“卡
脖子”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接受媒体
采访时曾表示，解决蛋白饲料资源
短缺问题应该从五方面入手：一是
提高养殖效率；二是提高动物机体
氮沉积效率；三是开发新型蛋白质
饲料资源；四是种养结合的一体化
农业；五是培育不依赖于豆粕、高
饲料转化效率的畜禽品种。

为解除国内养殖产业“粕”压，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提效减
量、开源替代”，在需求端压减豆粕
用量，在供给端增加替代资源供
应，取得了良好效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22
年，国内大豆播种面积 10243千公

顷，比上年度增加 1843千公顷，增
长 21.7%；全国平均单产每公顷
1980公斤，比上年度增加 28公斤，
增幅 1.7%；大豆总产量 2029万吨，
比 上 年 度 增 加 389 万 吨 ，增 幅
23.7%。由此可见，国内大豆扩种
正处在持续推进过程中。

此外，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养殖业饲料消耗量 4.54 亿
吨，其中豆粕用量 6580 万吨，比
2021年减少 320万吨；豆粕在饲料
中 占 比 14.5% ，相 比 2021 年 的
15.3%下降了 0.8%。据估算，2022
年饲用豆粕减量折合减少大豆需
求 410万吨，相当于我国 3000万亩
耕地的产出。

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力争到
2025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
13.5%以下，比 2020年下降 4.2个百
分点，节约豆粕 2000万吨以上，折
合减少大豆约 2600万吨。从 2022
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情况来看，
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1%的距离。

就目前而言，“豆粕减量替代”
正在从多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并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谯仕彦看
来，“在相当长时期内配制低蛋白
日粮仍然是解决蛋白饲料资源短
缺的最大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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